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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半年东西湖区规上工业经济运行简析 

 

上半年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

内外环境，全区上下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加快推

进复工复产，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，经济运行回升态势明显。 

一、工业经济运行情况及特点 

6 月增加值同比上升 0.8%，全市排名第五，高于全市增速

3.1 个百分点；累计增加值同比下降 2%，降幅比上月收窄 0.7个

百分点。 

截止 6月底，全区规上工业企业共 338家，较上年同期净增

16 家。6 月完成产值 190 亿元，同比上升 0.1%，增速比上月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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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 8.3 个百分点；上半年累计完成产值 806.2 亿元，同比下降

17.5%，降幅比上月收窄 4.3 个百分点；全市排名第一，高于全

市增速 18.1 个百分点；实现营业收入 781.9 亿元，同比下降

14.9%；实现利润总额 88.6亿元，同比下降 14.4%。 

（一）当月产值增速由负转正。 

今年受疫情影响全区规上工业企业生产经营状况不佳，产值

同比呈现下降态势。但随着疫情逐月好转、各项促企业开工政策

的施行，工业生产形势明显好转，当月产值增速由 2 月的-90.8%

（生产基本停摆）恢复到 6月的 0.1%（与去年基本持平），实现

由负转正，累计增速降幅明显收窄。（详见图一） 

图一：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全区十大产业持续向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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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区十大产业上半年累计产值较一季度均有所回升（详见表

一）。 

汽车及零部件业上半年累计产值同比下降 20.3，增速比一

季度回升 45.2 个百分点，在全区十大行业中增速最快。主要是

在疫情的推动下，私家车的防疫安全性凸显出来，消费者的购买

热情有所提升，促进了汽车及零部件业的发展。 

信息技术制造业上半年累计产值同比上升 1.8%，也是全区

首个累计增速转正的产业，作为我区的朝阳产业，信息技术制造

业产值占比不高，但一直保持平稳增长。 

食品烟草作为我区的支柱产业，产值占全区一半以上，其上

半年累计产值同比下降 2.2%，增速比一季度回升 4.5 个百分点，

拉动了全区规上工业经济的发展。其中烟草业上半年累计产值为

399.4 亿，占全区产值的 49.5%，同比上升 12.6%，增速比一季

度下降 0.5 个百分点，拉动我区工业产值 17.1 个百分点，其产

值的正增长为我区工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 

 

 

 

 

 

表一：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十大产业产值增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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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重工业占比提高。 

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中轻工业实现产值 660.2 亿元，同

比下降 12.6%，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.2个百分点；重工业实现产

值 146 亿元，同比下降 34.2%，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39.5 个百分

点。轻重工业产值比例由一季度的 90.8：9.2变为 81.9：18.1，

重工业占比提高了 8.9个百分点。 

 

行业 

一季度产值

增速（%） 

上半年产值

增速（%） 
增速比较（%） 

食品烟草 -6.7 -2.2 4.5 

装备制造 -81.7 -42.9 38.8 

日用轻工 -83.3 -46.5 36.9 

汽车及零部件 -65.5 -20.3 45.2 

建材 -69.0 -26.2 42.8 

生物医药 -57.5 -36.7 20.7 

石油化工 -85.9 -55.3 30.6 

信息技术制造 -42.3 1.8 44.2 

纺织服装 -78.9 -71.3 7.6 

能源及环保 -76.7 -35.7 41.0 



 5 

（四）营业成本下降快于营业收入。 

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781.9 亿元，同

比下降 14.9%；实现营业成本 374.5 亿元，同比下降 24.5%，比

营业收入增速大 9.6 个百分点；每百元营业收入成本 47.9 元，

同比下降 6.1%。 

二、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同期数处于历史高位。 

近几年，随着全区工业的快速发展，工业经济总量不断扩张，

增长基数逐年扩大，这种高增长带来的高基数使经济增长愈加困

难。特别是现有的老企业经过多年发展，运行比较稳定，增长潜

力有限。全区上半年同期月均工业总产值为 162.8 亿元，6月同

期总产值为 189.8 亿元，高于上半年同期月均产值 27 亿元，使

本期全区产值上涨面临很大压力。 

（二）新增企业拉动不足。 

上半年全区新增入库企业 38 家，占全部规上企业数的

11.2%。其中小进规成长企业 37家，新建企业 1家。上半年共实

现产值 7.6亿元，同比增长 52.9%，占全区规上产值的 0.9%，拉

动产值增长 0.3个百分点。 

（三）停产企业不断增多。 

今年以来陆续有 6 家企业停产，加上去年底申报下库但仍保

留基数的 9 家企业，有 15 家企业下半年将无法对全区规上产值

做出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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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亏损面和亏损额都有所扩大。 

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，很多企业出现亏损。全区规模以上

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 135 家，同比增长 77.6%；亏损企业亏损总

额 5.8亿元，同比增长 132.0%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建议 

随着疫情持续好转和全市企业逐步恢复正常生产，我区工业

经济要保持当前在全市的领先优势压力较大，需进一步采取过硬

措施，确保工业经济稳定增长。 

（一）认清形势，继续强化保增长措施。国内疫情虽然持续

好转，但国际疫情正在蔓延，要认清国际环境，坚持一手抓好疫

情防控，一手抓好企业复工达产。一是稳重点行业，要继续稳定

食品、烟草、装备制造、日用轻工、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的发展，

持续监测行业行情，让工业经济支撑有力、发展有劲；二是落实

扶企惠企政策，抓好中央和省、市在疫情期间出台的各类支持企

业开复工、提高产能的帮扶政策的落实力度，制定工作方案和具

体举措，切实帮助企业减轻负担，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；三是

高度重视工业企业用工难、经营困难等问题，加大对暂时遇到经

营困难的企业进行调研和“一对一”帮扶，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

际困难。 

（二）提早谋划，切实加强新增企业培育。受疫情影响，大

多数工业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缓慢，项目的建成投产时间推迟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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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有企业生产不稳定的情况下，新增企业的拉动更加不可或缺。

在今年新增入库的 38 家企业中，仅有康宁显示科技（武汉）有

限公司和武汉市长源兴盛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两家企业上半年

产值超过 5000 万。下半年要进一步加强新增规模企业的摸排培

育工作，对在前期清查摸底过程中发现的拟新增规上企业，加大

申报工作力度，为工业注入新血液，为全区工业稳定增长提供有

力保障。 

（三）创新发展，不断推动新旧动能转换。坚持“育新”与

“改旧”相结合，加快推进结构调整、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，提

高新动能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。一是加快孕育高科技产业。重

点关注“芯、屏、网、能、智”等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推进宝

龙达等重点项目落地并尽快形成产能，持续关注康宁、京东方等

重点项目高质量发展，发展互联网与工业融合的新模式新业态，

培育一批新一代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。二是引导传统企业

转型升级。鼓励传统企业进行技术改造、提高产品质量，提升企

业竞争力，推动行业加快迈向低耗能高产出，朝着高质量发展方

向前进。 

（四）精准招商，着力引进优质的工业项目。一是加大招商引资

力度，围绕“5+3”核心工业产业和龙头工业企业开展链式招商，

精准发力，以引进产业上下游集群为重点，引进龙头项目和核心

配套项目；二是明确招商引资标准，要引进能尽快落地、投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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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人工业企业，确保产值、财税等数据落户我区，为工业经济发

展提供坚实的后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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